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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对汉中市高中复读生心理压力问题进

行了调查和研究，从而探讨影响高中复读生心理健康的心理压力因素,包括自身、

同学、老师、父母、社会五方面，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同时

呼吁社会更多的人关爱复读生，有效地缓解复读生心理压力，力求为复读生提供

一个更优良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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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中市高中复读生心理压力问题的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考上一个好大

学是走向成功之路的捷径。于是高考失利的考生，大多走上了复读之路，复读生

人数激增的现象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对复读生心理压力问题的研究却

极少。有研究表明，18.79%的高中生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1]。因此深入了解复

读生心理压力问题并针对其症结提出相应对策，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已十分

必要。  

那么心理压力的含义是什么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压力一定是和某人本身的心

理状况有关，即心理压力。心理压力又叫心理应激。心理应激是人与环境之间的

特定关系,当环境被个人评价为加重或超过他的应变能力并危及他的存在时产生

的。心理压力是人的一种主观反映,是紧张和唤醒的内部心理状态,同时又是人对

威胁或紧张的一种情绪和生理反应。  

为了掌握陕西省汉中市高中复读生的心理压力状况，笔者就汉中市汉台区一些中

学及其周围的城镇中学的高中复读生进行了部分抽样调查。于 2007 年 11 月在汉

一中、汉二中、汉三中、宗营中学、武乡中学、铺镇中学等学校发放调查问卷

300 份，问卷共设计 30 个问题，包括造成压力的五个因素：自身因素、同学因

素、老师因素、父母因素、社会因素，每个因素包含 6 个小题，每小题有 A、B、

C、D、E五个选项，选项按压力程度依次递减，回收有效问卷 300 份。  

    调查研究发现，影响高中复读生心理健康的心理压力源是多方面的,主要包

括自身因素、同学因素、老师因素、父母因素、社会因素。31%的同学认为自身

因素对自己的压力较大，11%的同学认为周围同学对自己的影响较大，15%的同学

认为老师的态度对其造成一定压力，9%的同学认为父母的责备与溺爱让他们倍感

压抑，34%的同学认为社会对复读生的歧视是造成其压力的主要原因。  

调查研究还发现，城区高中复读生与乡镇高中复读生之间的心理压力状况有明显

不同。下面笔者以城区和乡镇高中复读生的复读目标统计表为例：  

复读目标  

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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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本科      

一般本科      

好的专科或不明确  

城镇    56.3%    35.1%    8.6% 

乡村    23.7%    59.5%    16.8%  
通过上表可见，城区高中复读生复读目标相对于乡镇高中复读生较高，他们的心理压力也相

对较大，因而他们的冷漠程度也相对较高。在笔者发放问卷过程中，有些城区高中复读生根

本不愿意去填问卷，跟他们说话也会遭到冷眼与拒绝，这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关注复读生

的心理问题是多么重要。他们需要关爱，需要理解，需要沟通与交流！  
调查研究还发现，高中复读生中男生的心理问题明显比女生严重，且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都相

对较大，这主要是由男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自身对前途的忧患意识所决定的。  
 
二、    汉中市高中复读生心理压力来源分析  
调查研究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笔者从影响高中复读生心理压力

的几个因素入手进行分析。  
1、    自身因素  
调查研究发现，31%的同学认为自身因素对自己的压力较大。问卷统计显示：58.4%的学生

认为压力很大。访谈中，一位高考失利两次的女学生这样说道：“成绩一直不稳定，有时会

很害怕，如果明年再考不上，真的没脸再活下去了。”  
在复读的全新环境中，同学、老师可能都不熟悉，复读生缺乏安全感，相互缺乏信任，就会

表现为比较冷漠、自闭，尤其是城区高中复读生。高考的失利，容易使复读生怀疑自己的知

识和能力，缺乏自信，产生自卑心理，相当多的复读生感到紧张、压力大，他们难以预料自

己的前途，内心忧伤、焦虑，特别是一些男生表现的更为突出。再加上有的复读生过分苛求

自己，总是给自己定过高的目标：每次考试一定要拿全班或全年级多少名，高考一定要考多

少分，一定要考上哪个大学等。问卷显示：有 43.6%的复读生的复读目标是重点本科，他们

给自己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2、同学因素  
调查研究发现，11%的同学认为周围同学对自己的影响较大。问卷统计显示：33%的同学认

为周围同学非常关注成绩，46.8%的同学认为比较关注成绩。此外，12.2%的复读生把周围

复读的同学当作竞争对手，55.3%的复读生认为仅同学而已，很少来往。  
首先是应届生与复读生之间人际关系冷漠，因为复读生已经学习过高考相关知识，而且参加

过高考，有一定经验，相对应届生来说有一定的优势，因而让应届生对复读生产生一种仇视

心理，这给复读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其次复读生或因为自卑、或因为恐惧、或因为自负等，

而对身边的同学缺乏信任，很少与同学交流；同时复读生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高度关

注成绩，非常在意周围同学的看法，害怕自己成绩过低会引起同学的歧视，这种来自同学的

外在压力，使得他们更加封闭，更加冷漠。  
3、老师因素  
调查研究发现，15%的同学认为老师的态度对其造成一定压力。问卷统计显示：60.1%的复

读生反应老师按成绩分座位，并以分数的高低来决定对待他们的态度。  
在复读时，针对不同分数档次的学生，老师在人格对待上，态度差异非常大。在访谈中，有

位成绩靠后的学生对我们说：“我讨厌老师按成绩分座位，他们根本不尊重我们的人格。”
由此可见，老师因成绩高低决定对复读生的态度，会给复读生造成异常的压力：对于复读基

础知识过硬、成绩好的学生，老师总把他们当成名牌大学的“种子“来培养，对他们寄予厚望，

经常个别谈话，致使这些复读生感到压力重重；对于成绩欠佳的复读生，老师为了鼓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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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习成绩，也会不断的施加压力；对于成绩差的学生，老师常置之不理。  
     4、父母因素 
调查研究发现，9%的同学认为父母的责备与溺爱让他们倍感压抑。问卷统计显示：44%的

复读生反应家长对自己的复读目标高于自己的现实。  
父母是孩子最亲的人，因而父母对孩子的关心程度就远远高于其他人，学习成绩也不例外。

父母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情，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一所好大学，关注他

们的分数，关心他们的健康，经常找老师了解他们的学习状况，经常为他们送饭、购买保健

品等，这在无形中给复读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使复读生难以安下心来进行学习。虽然调查

结果中，67.6%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模拟考试予以肯定和鼓励的态度，但是复读生还是害怕自

己不努力学习成绩下滑，辜负了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因而他们会深感对不起父母，并因此而

背上沉重的精神枷锁，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2]。  
5、社会因素  
调查研究发现，34%的同学认为社会对复读生的歧视是造成其压力的主要原因。问卷调查显

示：47.3%的复读生认为社会理解但不支持持续走热的复读现象，72.9%的复读生认为社会

上褒贬不一的评说给其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社会上的人对复读生或多或少存在着歧视心理，他们并不支持近年来持续走热的复读现象。

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成才的问题上，社会很看重高考分数，但是他们认为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

不必浪费时间、金钱、青春等再去复读；另外，复读生占用了优势的教育资源，对于应届生

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社会认为复读纯粹是一种害人害己的行为，面对社会的歧视与偏见，复

读生的压力非常大。  
 
三、     对策与建议  
复读生也是国家人才的潜在后备军，笔者呼吁全社会给予高度关注，面对复读生存在的心理

压力问题，笔者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具体如下：  
1、自身的调节  
（1）处理好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决定人类生活是否幸福及适应是否良好的主要因素，其

对青年学生尤其显得重要[3]。复读生应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互帮互助，相互学习，相互

促进，共同营造融洽和谐的班级氛围，改善冷漠的人际关系，以利于复读生快乐的生活，高

效率的学习。（2）复读生应该克服自卑，树立信心。良好的心理状态是高考成功的一半。复

读生要总结高考失败的经验，不要总对自己高考落榜做消极评价和归因，不要总以为自己不

行，不要总感觉在老师、同学、朋友中间自己低人一等，复读生应该正确认识评价自己，理

性面对现实，客观分析落榜原因，总结经验和教训，发挥自己优点和长处。科学、有针对性

地制定学习计划，采用适合自己的复习方法，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接近来年考试目标。（3）
复读生应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学习生活，不要过分苛求自己，应正确对待平时的考试，把它看

作是对自己知识掌握情况的检验，及时查漏补缺，不要让自己被分数所纠缠。  
2、同学的帮助  
复读生大都来自不同的学校，因而许多复读生很难与新的班级融为一体，有的复读生缺乏归

属感与安全感，甚至出现自闭心理。针对这一现象，就内因而言，笔者建议复读生之间应多

交流，多沟通，相互学习，减轻敌视心理，将自己融入新集体之中，与同学友好和谐相处，

积极地为自己的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让自己在快乐中生活学习；同时主动为自己营造优良

的班风、学风，完善学习氛围。外因也起着一定作用，应届生应该正确认识同学间的竞争关

系，将竞争压力化为动力，学会向复读生“取经”，学会资源共享，进而学习更多有益知识，

而不应该仇视或歧视复读生，共同争取高考最终胜利。  
3、老师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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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生之所以复读，多是源于心中有一个梦，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动力。作为老师，要想尽办

法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梦。如果引导得当，学生便有可能冲出“低谷”，跃上一个新台阶[4]。
首先，老师要做好复读生的思想工作，一视同仁地关爱每一个复读生。面对这些满怀希望、

不服输的复读生，在生活中，老师要变师生关系为朋友关系，多理解、多尊重、多关心、多

鼓励，主动地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及时给予表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从而指引他们积极地

去生活；在学习中，复读生之所以失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习方法不科学，没有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又因学习成绩不理想，诱发了种种心理问题，所以老师还应注意加强对复读生

学习动机、学习智能、学习策略等与学习有关的问题进行辅导，改变他们的不合理信念，帮

助他们树立良好的心理品质。  
4、父母的关心  
家长应该以一颗平常的父母心对待孩子，为复读生营造一个温馨的和谐的家庭环境，给予孩

子感情上的支持和信任，不要对他们施加太大的压力，不要在孩子面前表露消极情绪。并且

要为他们做好后勤工作，保证在营养、卫生、娱乐等方面满足他们合理的需求。积极与其谈

心，交流思想。对于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要扮演好心理医生的角色，帮助他们

走出困境，使他们感受到关爱与帮助，以此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此外，阶段性的鼓励必不

可少，考试后积极地关心和鼓励孩子，把笑意写在脸上，把期待放在心里。周日孩子回家，

让他们享受一下音乐，睡个懒觉，美餐一顿，陪孩子一起看电视、聊天，让其充分放松。当

然切忌过分关爱反施压力。 
5、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目前社会倡导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社会，已成为具有世界主导性的教育理念，这使

得不同年龄的人都能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以改善人类的品质，使高等教育有益于整个社会。

我国政府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化的、开放性的终身教育体系，使得到青年、中年始知“书到

用时方恨少”的人们有了重续学缘、重圆旧梦的机会。为此，社会对复读这一介于基础教育

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社会现象应加以肯定与支持。而且复读不仅给那些临场发挥失常而落榜的

考生再次征服自己的机会，也可以进一步调动那些潜质不错但醒悟太晚、落榜始急的考生的

学习积极性，既有利于国家人才的选拔，也有利于社会良好学习风气的形成。社会应尊重考

生的复读选择，这也是社会应有的崇尚个性发展，以人为本的文明风尚。同时选择复读是高

考的“三公”原则及国家相关教育法规赋予考生的权利。复读之路是坎坷的，走进复读行列需

要巨大的勇气。因此社会应尊重、肯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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